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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士官职业教育体系综述

姚　羽
（武警杭州士官学校　训练部，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３）

　　摘　要：士官被美军视为 “军中脊梁”。美军的强大离不开高素质的士官队伍，而造就这支

训练有素的士官队伍的基础则是美军科学、完备、专业化的教育培训体系。美军士官的教育培

训体系是在士官职业化建设进程中逐步建立并发展完善的，经过近两百年的发展，已形成了一

套满足战争需求、适应士官职业发展的专门教育体系，既有鲜明的军事职业特色，又具全面、

开放、规范、动态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特征。从美军士官职业教育的发展来看，呈现出教育与

训练的联系更加紧密、军官与士官职业军事教育之间的差距更为缩小、士官联合素养的培养进

一步加强等趋势。美军士官教育培训对建立完善我军士官职业教育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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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官作为军队中特殊的职业群体，是部队最
基层的作战、管理、训练和技术骨干。美军士官

承担了大多数国家多为军官所担负的职务，在美

军建设发展过程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因而被视

为 “军中脊梁”。美军的强大离不开这支世界一流

的高素质士官队伍，而造就这支训练有素的士官

队伍的基础则是美军科学、完备、专业化的教育

培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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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美军士官职业教育体系的演

进历程

　　不像军官团早在１９世纪初就开始了职业化历
程，美军士官团一直不被认为是一个专业组织，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一套职业发展的正规制度，

也没有一个规定的职业生涯模式和对士官明确的

职业指导，尤其是一套完善的教育训练体系。随

着士官制度从无到有，士官所履行的职责日益多

样，美军士官的教育培训体系也在士官职业化建

设进程中逐步建立并发展完善。

现代职业化的美军士官队伍起源于１７７５年诞
生的大陆军。１７７８年冬，帮助大陆军训练士兵的
普鲁士军官施托伊本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ｖｏｎＳｔｅｕｂｅｎ）编写
了 《美国军队秩序和纪律条例》。这一通常被称作

“蓝皮书”的条例将大陆军士官划分为下士、中

士、上士、军需军士和军士长五种军衔，第一次

对各级士官的任务与责任做出了明确规范，还专

章论述了对士官的教学。在 《条例》中所作的框

架性 “蓝图”的基础上，美军士官各项制度初步

建立起来了，在美国建国初期保持部队战斗力上

发挥了独特作用。１８２９年，美国陆军颁布的 《步

兵战术概要》进一步规范了军队中士官的角色，

首次为士官制定了一个训练计划，以确保所有的

士官准确掌握操练和使用火枪的知识，具备训练

士兵体能、组织火力和行军带队等那个时代必要

的当兵技能［１］。随着美军士官的地位和作用逐步

得到确认，士官教育开始受到重视，虽然当时主

要还是通过在职训练 （ＯＪＴ）来培训士官。１８２４
年，美军在弗吉尼亚州门罗堡成立了第一所集中

对士兵进行教学的军校［２］①，这标志着真正意义上

的士官教育的开始。

１８６１至１８６５年美国内战期间，士官队伍在双
方军队中的一线指挥岗位发挥了难以替代的战术

作战领导作用。１９世纪７０至９０年代，美军一直
处于与印第安人小规模军事冲突状态，士官作为

小分队领导者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在美国进行的

第一次海外远征作战———美西战争中，美军士官

还担负起训练新兵的重任［３］。从１９世纪末开始，
现代科技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并广泛

运用于军事领域，使军队出现了许多新的技术部

门和岗位，技术型士官在美军中的比例与日俱增，

更进一步增强了士官在军队建设中的重要性。内

战期间，陆军内部对士官培训问题曾产生过激烈

争论［４］。凯西 （ＳｉｌａｓＣａｓｅｙ）少将在其有关战术的
著述中呼吁加强士官培训。他坚持认为，士官必

须接受正规培训，以便在战场上承担指挥职责。

但有些军官，特别是连级军官并不赞同。他们认

为，连长最了解士兵的能力和弱点，可以更好地

为士兵提供在职训练；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官，

关键在于实践经验积累，而不是课堂教育传授。

“院校教育”与 “在职训练”两种培训模式之争一

直持续到二战结束。内战之后，陆军逐渐达成共

识，有必要加强对专业兵种士官的培训，在恢复

门罗堡炮兵学校的基础上，１８６８年又在格里比堡
新建培训军官和士官的通信兵学校。到１９世纪末，
步兵与骑兵应用学校、工兵应用学校等其它承担

相应专业兵种士官培训任务的学校也先后出现［５］，

而专门培养指挥士官的学校却没有得到同样的支

持，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战争经验比教室更能培

养士官的作战指挥能力。

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士官完成了美国历史

上最大规模的新兵训练工作。二战后，士官在平

时、战时的作用日益突出，数量迅速增加，职业

领域不断拓宽，等级也随之增多，各军种总军士

长职位的设立进一步提升了士官队伍的地位。面

对冷战时代对士官队伍提出的新要求，美军开始

将士兵的职业教育放到重要位置，士官教育出现

了一个发展高潮。１９４９年９月，驻德美国警备部
队第２警备旅在慕尼黑詹森军营建立了第一所专门
培训士官的学校［６］。建立士官培训专设机构的做

法很快被美军其它单位所效法，一些陆军师陆续

开始创办自己的士官学校，战略空军司令部则于

１９５２年在英格兰的西德雷顿成立了一所士官培训
学校，它也是空军第一所公认的军校。１９５７年初，
空军参谋长特文宁 （ＮａｔｈａｎＦ．Ｔｗｉｎｉｎｇ）签署了空
军条例５０－３９《士官训练》，率先着手把士官职业
教育法典化［７］。同年，陆军部发布３５０－９０《士官
学校》条例，首次建立起了全陆军范围士官学校

的标准，士官教育得到规范和进一步加强。到

１９５８年，美国陆军已有１７所士官学校［８］。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开始的越南战争，大量军事行动是以班排
规模展开的，为了应对前所未有的对士官领导者

的需求，陆军还根据业已证实有效的预备军官课

程开设了 “预备士官课程” （ＮＣＯＣＣ），为美军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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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了约３３０００名士官，也奠定了后来陆军士官基础
课程的模式［９］。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一场以 “信息化”为主

要特征的军事变革悄然兴起。在建设小型职业化

军队的发展目标下，服役时间较长、专业过硬的

士官成为美军建设中重点保留和培养的主要兵力

部分。为锻造一支能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士官队

伍，美军对士官选拔与培训制度进行了大幅度改

革。提高士官的标准，把高级士官晋升审批权集

中在五角大楼；借鉴已经较为成熟的军官职业军

事教育体系，建立了相应的士兵职业军事教育

（ＥＰＭＥ）体系，士官教育进入成熟期。早在１９６９
年初，美国陆军部就批准建立类似于军官培养的

基础、高级、资深三级教育方案 （士官教育系统

（ＮＣＯＥＳ）的前身），给士官提供循序渐进的职业
课程。１９７２年７月，士官教育的核心基地———美
国陆军军士长学院 （ＵＳＡＳＭＡ）正式创立［１０］。同

年，空军也成立了高级士官学院 （ＳＮＣＯＡ），从而
填补了美国空军职业军事教育在高级士官教育领

域的空白。海军高层领导也认识到很有必要采取

更多的措施来发展海军的高级士兵领导者骨干队

伍，于１９８１年在罗德岛的纽波特成立了高级士兵
学院 （ＳＥＡ）［１１］。几个军种中，海军陆战队是较早
开展士兵职业军事教育的，１９７０年１２月，第一所
参谋军士学校就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的海军陆战

队发展与教育司令部建立，首批招生名额限定为

５０名上士［１２］。１９８２年，成立于 １９７６年的海岸警
卫队高级士官领导力与管理学校和陆军军士长学

院合作，组建海岸警卫队军士长学院［１３］。至此，

各军种都建立了本军种最高层次的高级士官学院

（军士长学院）。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美

军士官职业教育体系得到不断修订和改进。１９８４
年开始，陆军军士长学院统一负责士官教育系统

所有的公共核心教学阶段，士官教育系统得到进

一步强调，并在次年整合到晋升程序中；在１９９２
年的高峰期，大约有９万名学生从陆军士官教育系
统课程毕业［１４］。空军士兵职业军事教育演进过程

中，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就是在１９９３年成立了空军
大学士兵职业军事教育学院，空军教育与训练司

令部将美国本土的１０所空军士官学校统一划归至
这一新成立的学院，由其负责全空军的士兵职业

军事教育计划［１５］。海军陆战队也通过１９８９年建立
海军陆战队大学，对士兵职业军事教育课程执行

标准化管理［１６］。每个军种逐步构建并理顺了自己

的士兵职业教育体系，把对士官循序渐进的军事

职业教育作为培养和提高士官职业素质的一项重

要措施。

　　二、美军士官职业教育体系的特点

　　经过近两百年的发展，美军已形成了一套满
足战争需求、适应士官职业发展的专门教育体系。

总体来看，其士官职业教育体系既有鲜明的军事

职业特色，又具全面、开放、规范、动态的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特征。

（一）士官职业教育体系结构完整，自成系列

美军一贯重视职业军事教育，从任命前、初

级、中级、高级直到将官级教育，军官教育已经

形成了五个层次的完整体系；作为相对于军官教

育而存在的重要类型，士兵教育 （包括士官教育）

在美军中也是地位相对独立、内部自成体系的。

士兵职业军事教育是美国武装力量各军种提

供给士兵的正规教育体系的总称，由陆军训练与

条令司令部、海军教育与训练司令部、空军大学、

海军陆战队大学实行集中领导与管理。就其结构

而言，包括军种职业军事教育和联合职业军事教

育两大类型，各自又划分为若干梯次的职业教育

层次。士兵军种职业军事教育共分为五个层次，

分别与士兵职业生涯中五个重要的阶段相联系，

从低到高依次为［１７］：预备级，适应对象为Ｅ－１至
Ｅ－３；初级，适应对象为 Ｅ－４至 Ｅ－６；中级，
适应对象为 Ｅ－７（海军陆战队为 Ｅ－６）；高级，
适应对象为Ｅ－８至Ｅ－９；行政级，适应对象为最
高级Ｅ－９②。落实到各军种上，其士官职业教育体
系略有不同。美陆军士官培训从下士晋升中士阶

段开始，下士完成入伍训练后，相应地在士官教

育系统接受循序渐进的五级培训体系：培养 Ｅ－５
级中士的战士领导者课程 （ＷＬＣ）、Ｅ－６级上士
的高级领导者课程 （ＡＬＣ）、Ｅ－７级三级军士长的
资深领导者课程 （ＳＬＣ）、Ｅ－８级二级军士长的主
要领导者课程 （ＭＬＣ）和Ｅ－９级一级军士长的一
级军士长课程 （ＳＭＣ），旨在提高士官队伍的职业
素质，为士兵提供渐进、持续的发展机会，增强

职业吸引力，培养训练有素、有奉献精神的士官

去担负陆军责任越来越大的岗位。空军士官的培

训则分为初、中、高三个层次，依次由航空兵领

导力学校、士官学校和高级士官学院负责实施；

特等兵晋升中士要完成航空兵领导力学校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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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中级士官进入士官学校学习，高级士官接受

高级士官学院的培训。其中，每一级课程在深度、

长度、内容和学习目标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又相

互衔接、逐级升高。同时，培训与晋升直接挂钩。

美军规定，士官每晋升一级前，都必须在 “选拔、

培训、晋升”系统下接受下一等级相应的培训，

级别越高，接受职业教育的次数就越多。士兵联

合职业军事教育则交织贯穿在各军种提供的士兵

职业军事教育中，包括基础、生涯、高级、拱心

石四个教育层次，适应对象分别为 Ｅ－６级以下士
兵、Ｅ－６／７级及其以上的士兵、Ｅ－７至 Ｅ－９级
军士长、Ｅ－９级司令部指挥军士长，同样贯穿士
兵的职业生涯［１８］。美军认为，联合作战环境已扩

展到战争的各个层次，五个军种在战争中也已成

为一个紧密的整体，这一新现实使得联合职业军

事教育必须扩大到全体士兵。通过在现存的职业

军事教育中嵌入联合背景，提高士兵作为联合部

队的一员有效作战的能力，为其成功应对未来复

杂的作战环境做好准备。

（二）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体系建设全面开放

士官院校教育是美军士官职业教育体系的主

体，但军事职业教育并不仅仅限于院校教育，而

应伴随军人职业发展的全过程。只有实施终身教

育，才能促进军事人才不断成长。美军立足于士

官岗位任职需求和长远发展需要，很早就绘制了

士官人才培养的全程路线图，并把正规教育、非

传统教育都纳入到体系建设的视野中，构建了全

面开放、富有活力的士官职业教育体系。

美国陆军部手册６００－２５《美国陆军士官职业
发展指南》明确指出：士官人才的培养包括院校

培训、实践任职、自我发展这三个既有区别但又

紧密相连的维度［１９］。 “自我发展”同样是军事人

才培养的重要形式与途径。美军士官在教育中心

顾问的指导下，制定个人发展计划，由其不间断

地指导士官自学，使每名士官都能清楚自己什么

时候学什么内容，到哪里学习，如何学习，明确

自己的发展前景。由于美军士官院校不开展有学

历的职业教育，中、高级士官的任职教育所需要

的高等学历，就是通过教育系统的自学渠道解决

的。陆军的中学补修计划全额资助所有中学未毕

业的士兵获得高中毕业文凭；大学学位计划为希

望参加大学课程学习的士官通过远程或网上学习

获得大学学位。军人机遇学院 （ＳＯＣ）是一个由全
美各地及海外各院校组成的网络，这些院校有自

由入学的条件，允许士兵通过非传统方式完成学

术或技术课程学习，获得学位或证书；电子陆军

大学则为士兵提供百分之百的学费支助，通过网

络学习获得大学学位或技术证书。美国空军社区

学院是世界上唯一一所专为空军士兵设立的可颁

发学位的高等院校，为空军士兵提供与军职专业

相关的大学学位。如果需要参加学院缺乏的课程

以完成学位，士兵们还可去空军机构所在地区任

何受到认证的民间院校进修。此外，各级职业军

事教育的许多内容也都可通过非驻校课程来完成。

美军士官通过自学与函授教育成功地完成与驻校

学习相同的基础文化教育，不仅获得国家承认的

普通中高等教育文凭和从事某种职业的资格证书，

增强了自身的素质，还获得与驻校学习相同的晋

升资格。为实现各种形式培训之间融通衔接，避

免重复学习，提高培训和人才使用效益，美军还

建立起了军队和民间各类培训成绩互认机制，构

建起士官教育的 “立交桥”，士官的军事教育、训

练及经历都可以转换成申请地方大学学位的学分，

技能认可项目使得士官在服役期间学到的某些技

能也能在民用部门获得认可，而所有各军种高级

士官学院都是经过鉴定认可的高等教育机构，提

供大学层次的课程，换言之，在各军种高级士官

学院的课程学习就可以转换成申请大学学位的学

分。这无疑是一种将军事教育纳入国民教育整体

框架的成功做法。

（三）建立健全制度机制，保障体系运作规范

有效

制度是保障军事职业教育体系规范有效运行

的关键。注重职业教育体系的顶层设计，不断完

善体系管理、运行的法律法规和基本制度，是美

军士官职业教育体系的又一显著特征。

美国是一个高度法治化的国家，法律体系相

当完备；美国军队在实施某一项重大改革或采取

某一项重大举措之前，也通常立法在先。为确保

士官职业教育的有效实施，美军从不同层次和角

度对士官职业教育进行了规范，搭建了较为完善

的制度体系框架。从颁布机构的层次上划分，可

分为国会与总统层面、国防部与参联会层面、各

军种部层面以及军种内部四个层次颁布的法规制

度。譬如，《士兵职业军事教育政策》是参联会颁

布的法规，规定了士兵职业军事教育的理论依据、

阶段划分和内容设置、评估机制、组织领导以及

士兵联合职业军事教育等五方面的问题；陆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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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的相关条令、手册等更为细致深入，主要有

陆军部条令如３５０－１《陆军训练与领导者培养》、
６２１－５《陆军继续教育系统》，陆军部手册
６００－２５《美国陆军士官职业发展指南》等；陆军
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则负责制定具体训练条令、政

策与程序，制订有训练与条令司令部条令３５０－１０
《院校领导者培训》等。各项法规制度针对性强、

便于操作、更新较快。空军条例５０－３９《士官训
练》对三类士官院校需要达到的最低标准，开设

各类班次的特定权限、课程信息等都有详细说明；

自１９５７年颁布后，在上世纪 ６０年代就更新了两
次，并在１９６５年更名为 《士官职业军事教育》；

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７９年间，该条例又进行了四次影响士
兵职业军事教育的修订；随着空军大学士兵职业

军事教育学院的建立，这一士兵职业军事教育的

管理条令再次重新调整，于１９９４年纳入到空军指
令３６－２３０１《职业军事教育》中。参联会主席签
署的 《士兵职业军事教育政策》也是每隔５年便
进行一次审查修订和重新颁布。此外，法规体系

间内洽性较高。士官教育系统是士兵人事管理系

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士官人事制度主要内容有士

官的选拔、培训、考核、晋升、任职等，这些制

度不仅渗透到了士官职业生涯的各个环节中，也

充分体现在士官职业教育相关政策法规中，虽然

作用范围不同，却始终保持了各法规之间稳定性

和连续性的统一，从法制上确保了教育的规范性。

（四）以实战检验为标准，促进体系不断发展

升级

美军士官职业教育体系看似完善，其实也在

不断变革中。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美军以实战

检验为标准，根据 “实践 （战争）———修改———

再实践 （战争）———再修改”的路径对士官职业

教育体系不断加以完善，使得士官培训质量不断

提高，呈现良性发展态势。

军队为战争而建，军人为打赢而存。军事职

业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培养能够打赢未来战争

的人才。越战期间，为补充士官数量，美军开设

了 “预备士官课程”。经过 １２周 “速成”培训，

毕业学员便晋升为中士或上士，随后再进行９－１０
周领导技能的实践锻炼，即被派往越南战场，结

果使部队战斗力大减。“‘速成’的士官也有优秀

者，但为数有限，能力较差的士官留在军队，并

在出现缺额又无其他人选的情况下得到晋升，部

队的素质和行动深受其害”［２０］。越战的教训促使美

军通过发展士官教育系统实现军队复兴，严格接

受过士官教育系统逐级培训的士官，在十多年后

的海湾战争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陆军士官职业

教育体系最初只有基础、高级、资深三个层次的

培训，后来陆军又设立初级领导力发展课程

（ＰＬＤＣ）增强士官队伍的职业教育，整合后的士
官教育体系包括四个层次的课程；为及时补充美

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上获得的作战经验，２００５
年１０月开始，战士领导者课程取代了初级领导力
发展课程；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开始，主要领导者课程
正式成为陆军士官培训一个新的层次，为即将晋

升为二级军士长的三级军士长领导一个连级单位

和当好参谋做准备，以填补 Ｅ－８群体的知识缺
口。此外，各级职业军事教育计划的内容也在不

断演变中，目前的培训课程内容着力于培养士官

领导才能和管理技能，以及提高其对军人职业的

了解和认识。在现役军人中，只有百分之一的士

兵有机会担任一级军士长职务，美军一直较为关

注士兵高级职业教育。拱顶石课程是美国国防大

学开展的一个将官教育项目，实施效果相当不错，

受此鼓励，国防大学又为高级士官长设立了拱心

石课程。这些都可视为美军在士官职业教育体系

上不断进取的例证。美军重视实战，通过战争检

验汲取经验教训，促进士官职业教育体系不断发

展升级，也是美军职业军事教育一个重要的成功

经验。

　　三、美军士官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

　　从美军士官职业教育的发展来看，呈现出如
下几个趋势：

一是教育与训练的联系会更加紧密。从施托

伊本时代开始，训练一直是美军的一部分，然而

教育并不是。直到美军在二战后面对大批未经培

训的士官和士兵，才开始关注职业军队士兵领导

者队伍的培训，教育被实践证明是建设一支真正

的职业化军队的驱动因素之一。美军认为，教育

很大程度是从认知领域维度来定义的，培养开阔

的眼界、多元的视角、批判性分析、抽象推理和

创新思维，尤其是关于复杂的非线性问题的创新。

训练则是从技能领域的维度出发，侧重于指导与

提高个人担负特定职责和完成具体任务的能力。

但是，训练与教育并非相互排斥，职业士官既需

要全面的教育教会他们如何思考，也需要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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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教会他们如何完成实际任务，但在不同的职

业阶段和岗位领域，这两者之间的适当比例都不

相同。随着士官职业教育更加重视作战相关的任

务，教育与训练的目标会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二是军官与士官职业军事教育之间的差距会

更为缩小。鉴于军士长在 “中间管理”阶层占据

着一个特别的位置，未来士官职业军事教育与军

官职业军事教育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缩小，以使

指挥官和他们领导的士兵形成更紧密的联系。

三是士官联合素养的培养会进一步加强。联

合作战是未来基本作战形态，“强化联合作战”被

美军视为转型的第一大支柱。特别是经过阿富汗

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实践后，进一步统一了美军各

军兵种在联合作战上的共识。２１世纪战争的核心
概念 “联合相互依存”（ｊｏｉｎｔ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为
了实现这一目标，要求士官和军官一样懂得不同

军种的优势和局限性，并且知道如何将他们联合

成为一个整体，迅速完成任务。２００５年 《士兵职

业军事教育政策》的颁布标志着美军联合职业军

事教育已由军官走向士兵，未来美军士兵职业军

事教育会更加注重强化全体士兵联合素养的培养。

　　四、对完善我军士官职业教育体

系的启示

　　随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 “健全军队院

校教育、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三位一体

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重大决策的提出，我

军也开始了军事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探索，旧的

各级教学模式正在向新型职业军事教育模式转变。

美军士官教育培训的创新理念和成功做法，对建

立完善我军士官职业教育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围绕军事职业素质提升，健全士官职业

教育体系结构

士官教育作为一个独立的军事教育类型，其

职业教育体系应当具有完整的结构。目前我军士

官教育培训体系逐级分层的格局虽已基本成型

———士官首次选取前的资格培训，大体相当于美

军晋升Ｅ－５级中士的培训，士官初晋中、中晋高
的升级培训，则相当于美军由 Ｅ－５至 Ｅ－９的晋
升培训———但却存在着内部层次结构及承接关系

不完善、不合理的问题，不符合士官发展的需要

规律。我军现行的士官管理规定，仅强调初级士

官选取中级士官、中级士官选取高级士官前需进

行升级培训，至于初级士官由下士晋升中士、中

级士官由上士晋升四级军士长，以及高级士官由

三级军士长至一级军士长的晋升，则没有明确的

培训要求；而且，体系内部的层次衔接不畅。初、

中、高各级的培训内容是相互独立的，没有形成

衔接递进关系，交叉重复较多。我们的竞争对手

美军的士兵职业军事教育体系结构则相当完善，

紧密围绕逐级提升士官军事职业素质的目标，已

经形成了五个层次的军种职业军事教育，外加四

个层次的联合教育，整个体系科学而合理。

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

见中提出的完善初、中、高三级培训体系的目标

任务，借鉴美军经验，我们应进一步细化培训层

次，消除现有分级体系中客观存在的局部 “断层”

环节。此外，要注重衔接性。合理规划各级人才

的培养目标和培训内容，实现有机衔接，形成多

层次衔接贯通的培养体系。通过构建完备的职业

化教育体系，确保士官在服役的各个重要阶段都

能接受相应的院校教育，按照职业需求发展的客

观条件提高职业素质。

（二）以军事人才全程培养理念为引领，科学

设计士官职业成长路线图

现代教育越来越强调终身教育理念，要求人

的一生要不断学习、不断接受教育。对于不断晋

升职务等级的士官来讲，在其职业生涯当中更应

如此。美军以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士官人

才培养的出发点，对士官职业生涯过程进行系统

规划，勾勒出士官的全职业生涯蓝图；其士官职

业教育体系紧密融合了士官职业发展，以军职专

业划分为基础和导向，伴随着士官的职业生涯逐

级展开，将战与训合一，为用而训。

军事职业教育终身化也应成为我军士官职业

教育体系内涵建设的重要内容。要尽快从满足岗

位需求的 “终结性”转向服务个体生涯发展的

“终身性”，遵循士官人才成长规律，科学设计我

军士官职业成长路线图，在其整个职业生涯过程

中进行 “连续性进程”的系统培训，使士官始终

处于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提高的状态，逐

步提升我军士官的整体素质。每一阶段的教育，

不仅要满足现阶段的现实需要，也要与先前或尔

后的教育相衔接，最大限度地实现士官人才培养

的综合效益。除了注重各个教育阶段的衔接配合，

还要实现士官职业教育与其它教育的横向融通。

在终身学习思想指导下，通过学分转换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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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士官教育与国民教育在不同教育类型、不同

教育层次上的自由沟通和互换；加快推进士官职

业技能鉴定工作，努力形成与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制度相衔接又兼顾军队特色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体系，实现资格证书互认，使得我军士官真正学

有所有，退役后仍能具有较强的职业竞争力。

（三）强化军事教育立法意识，完善士官职业

教育法规制度体系

纵观美军士官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历程，针对

士官教育发展每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美军都

能及时出台相关的法规制度，数量之多、修订之

快、涉及范围之广，较高的法治化程度确保了体

系的规范运行，以及士官教育的持续推进。从当

前我军士官教育法规体系建设情况来看，制度短

缺和执行失范现象较为严重，亟需完备完善一系

列与之相关配套的法规制度。深入总结我军士官

教育经验，研究制定士官职业教育条例，出台相

关配套制度，形成完整体系，突出士官职业教育

的战略地位，促进士官培训走向全面规范，为培

养高素质士官提供根本制度保障。此外，要按照

规律严格实施进阶教育。为士官职业生涯设计的

进阶教育要利于士官在军地发展，不能走过场，

不能因为晋级或其它原因而不让其接受教育等，

促进士官队伍结构优化和素质提高；要严格落实

训用一致、晋训关联机制。注重教育培训内容与

职业技能鉴定、与实际工作岗位及选拔与分配三

个结合，坚持先训后用、优训优用，将未经培训

或培训考核不合格不能晋升作为硬性规定，使士

官教育培养与考核晋升紧密结合，真正实现 “先

培训、后考核、再晋升”。

（四）按照开放灵活的原则，推进士官职业教

育体系建设

士官职业教育着眼于士官职业生涯全过程，

面向岗位多、内容变化快，无论哪所士官院校都

很难独立完成职业教育任务。重视全面开放是美

军士官职业教育所推崇的又一重要理念。跳出军

校教育小系统，融入国家教育大系统，全面服务

于在岗士官的成长需求。立足我国我军实际，一

是要完善士官教育与国家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体

制机制。坚持寓军于民，发掘利用好部队院校的

自身资源，充分借助地方的优质教育资源，建立

资源共享平台，并做好各层次各类型教育的衔接

贯通、互通互认，走有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士官

人才培养的道路。二是要逐步形成有计划的士官

院校教育、循序渐进的部队岗位锻炼、因地制宜

的在职持续发展三者有机结合、交替进行的军事

职业教育良性运行机制。重视自学与函授教育，

将其同驻校学习、实践锻炼同等重视，作为士兵

知识更新、凝聚人心的重要手段。借鉴美军充分

利用地方高等教育资源为士官提供网络学历教育

的做法，通过实施远程教育，扩大覆盖面和适用

性，使士官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能接受标准

化的培训课程，逐步形成以数字化在线课程资源

为核心、以士官职业教育云服务平台为基础的全

员全时全域的士官职业教育体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美军以战争为

检验标准推进士官职业教育体系的持续改进，极

大地避免了一些制度不科学并长期得不到改善的

情况。有鉴于此，要建立灵活有效的评估反馈机

制，完善质量监控，促进士官职业教育与时代、

与战争要求同步发展。

注释：

①　这所炮兵学校并非采用军官、士官分别组训的方式，而
是针对整个建制部队施教。

②　美军现役士兵按照薪金等级从低到高分为九级，即Ｅ－
１（三等兵）、Ｅ－２（二等兵）、Ｅ－３（一等兵）、Ｅ－４（下
士）、Ｅ－５（中士）、Ｅ－６（上士）、Ｅ－７（三级军士长）、Ｅ
－８（二级军士长）、Ｅ－９（一级军士长），其中Ｅ－５至Ｅ
－９为士官级。我军士兵军衔分为列兵、上等兵、下士、
中士、上士、四级军士长、三级军士长、二级军士长、一级

军士长。其中，下士、中士为初级士官，上士、四级军士

长为中级士官，三级、二级、一级军士长为高级士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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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参与到科研活动中来，激发本科生参与科研

活动的热情与意愿，对于提升本科生参与科研的

内容维度的动机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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